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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
挽救不可重复的生命
大理市固定无偿献血点分布及献血时间

献血日期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每周二

每周三

3月、5月、

9月、11月

献血时间

09∶30-16∶30

08∶00-11∶30
14∶00-17∶30

09∶30-16∶30

09∶30-16∶30

09∶30-16∶30

献血地点

建设路中段献血房车

大理州中心血站

1号楼二楼

大理州人民医院

门诊楼前

大理大学附属医院

门诊楼前

大理大学古城校区

医院临床用血咨询：2253889
献血服务咨询：2254371 2253489

本报昆明 12月 13日电（记者
李文祥） 12 月 12 日下午，由云南省
委宣传部主办的创意云南 2020 云
上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昆明融创滇池
后海举行开幕式，线上云展会与昆
明、玉溪、保山、丽江等线下分会场
同时开展。

省 委 常 委 、省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赵金宣布开幕，省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罗杰致辞。

罗 杰 介 绍 ，本 次 把 创 意 云 南

2020 云上文化产业博览会搬到了
线上、云上，旨在借此推动云南文化
企业转变思路，转型升级，实现创造
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

据悉，本届文博会以“新时代
新文创 新赋能”为主题，采用“线上
为主，线下点状分布”的方式举办，
线下主会场设在昆明融创滇池后
海，设九个分会场，分别为同德昆明
广 场 、公 园 1903、南 亚 风 情·第 壹
城、七彩云南·第壹城、云南广播电

视台、云南大剧院以及玉溪、保山、
丽江三州市。本届文博会作为疫情
常态化防控的转型升级，首次以百
花齐放的形式走进多个文化高地与
商业中心，探索云南文博会年轻化、
国潮化、时尚化的新气象。线下博
览会将持续到 12月 16日，线上将持
续到 12月 31日。

我州共组织 26 家企业参展，其
中，大理市蓝续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大理千寻有梦文化创意有限

责任公司及鹤庆县寸发标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在昆明主会场参展，其余
的 在 昆 明 分 会 场 公 园 1903 参 展 。
展品除了以往的银铜器、大理石、土
陶、刺绣外，还有手工造纸、泥塑、面
塑等民族民间工艺品，更有代表永
平味道的特色美食。在接下来的几
天时间里，这 26 家企业将以“风花
雪月 乡愁大理”为主题，集中展示
我州传统优势特色文化产业在文旅
融合发展下的传承与创新。

创意云南2020云上文化产业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 杨伟松）12月

10 日，州政协主席、州换届工作指
导组组长朱建斌率队到云龙县检
查指导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

朱建斌一行先后来到团结乡
河东村、团结村，关坪乡自新村、
关坪村等地，通过查阅资料、听取
汇报、现场交流等形式，对村（社
区）“两委”班子现状、班子成员思
想动态、初步人选推荐及换届过
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细
致了解，并提出指导意见。

在全面听取云龙县关于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情况汇报
后，朱建斌指出，云龙县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按照州委的
要求，准备充分、机构健全、严把标
准、推进平稳，全县换届选举工作
正在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

朱 建 斌 强 调 ，村（社 区）“ 两
委”换届是基层组织建设一项非
常 重 要 的 工 作 ，选 出 选 好 村（社

区）两委班子，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的组织基础，使其真正成为贯彻
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成
为 党 和 政 府 联 系 群 众 的 桥 梁 纽
带，成为群众奔小康的“领头羊”，
这既是党委、政府的希望，也是群
众的愿望。云龙县要进一步深化
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抓好村

（社区）“两委”换届各项工作；要
继续加强对村（社区）“两委”换届
工作的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
为换届工作提供坚强保障；要切
实加强督查指导，密切联系乡镇、
村（社区），及时分析、研判、解决
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统筹推
进 全 县 村（社 区）“ 两 委 ”换 届 工
作；要做好思想工作，为换届工作
顺利推进、“两委”工作顺利交接
打牢基础，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良好局面，确保换出好
班子、选好带头人，高质量完成换
届选举工作。

朱建斌到云龙检查指导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通 讯 员 周 应 良）
今年以来，巍山县把推动大理新
区开发建设作为深入开展“解放
思想再讨论、敢想敢干再出发”活
动的重要抓手，紧盯目标、开拓创
新、扎实工作，按照省州党委、政
府的部署要求，着力加快推进大
理新区建设发展。

紧盯目标，强力推进新区征
地 工 作 。 新 区 指 挥 部 反 复 实 地
踏 勘 大 理 新 区 总 体 规 划 范 围 的
四至边界，积极开展新区规划范
围 内 水 文 、土 地 、林 地 等 资 源 情
况 调 查 、收 集 和 分 析 ，做 实 新 区
规 划 建 设 前 期 工 作 。 配 合 做 好
省州部门、各地投资企业到新区
调研考察、项目洽谈等协调服务
工作，国家、省、州各级视察调研
15 次，投资企业项目选址考察 50
余次。先后制定实施《大理新区
一 期 建 设 征 地 拆 迁 工 作 实 施 方
案》《土地征地测绘方案》等工作
办法。

创新方式，实现“疫情防控”
与“ 征 地 工 作 ”两 手 抓 、两 推
进。在前期工作取得成效、具备
相 应 条 件 的 基 础 上 ，今 年 1 月 正
式 启 动 拟 征 收 土 地 现 状 调 查 和
征 地 工 作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分 时 段 、控 人 数 作 业 。 各 征

拆 小 组 深 入 村 组 、田 间 地 头 、群
众 家 中 ，深 入 开 展 耐 心 、细 致 的
群众工作，土地现状调查测绘快
速推进。目前，大理新区一期拟
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基本完成，共
完 成 土 地 测 绘 18539 块 、19186
亩 ，房 屋 测 绘 1280 户 ，并 已 通 过
项目成果验收，为新区建设奠定
了基础。

包案走访，分组深入一线解
决问题。针对群众工作难、矛盾
纠纷多等问题，巍山县指挥部主
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坚持边测绘土地和实物量登记、
边进行矛盾纠纷化解，县镇村组
形成合力，积极排查化解。加强
宣 传 引 导 ，通 过 召 开 群 众 会 、群
众 代 表 会 、村 组 干 部 会 ，广 泛 宣
讲相关政策和新区建设的意义，
正面疏导群众思想。县指挥部调
整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方法，主动
下村走访，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变
上访为下访，从源头上减少矛盾
纠 纷 ，预 防 群 体 性 事 件 的 发 生 。
把每年 8 月、9 月定为社会矛盾纠
纷“集中化解月”，实行分组包案
机制，9 月底基本解决现有矛盾纠
纷和信访案件办结，12 月底基本
消除面上的社会矛盾纠纷和重点
信访案件办结。

巍山加快推进
大理新区建设发展

12 月 10 日 ，弥 渡 县 新 街 镇
王安厂群众正在建设蔬菜大棚。

从 2016 年起，弥渡县财政每
年安排蔬菜产业专项资金 1000
万元，主要用于补助设施蔬菜、冷
链物流、“金蔬贷”贴息、电子商
务、新品种和新技术引进等重点
工作。目前，全县建成 10 万亩无
公害蔬菜生产基地、8.4 万亩蔬菜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150 亩工厂化育苗基地、3 个
蔬菜无土栽培示范点、4 个州级
蔬菜生产示范家庭农场、3 个州
级以上蔬菜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示
范社，并建成全国最大单品樱桃
番茄无土栽培生产基地。

［特约记者 李武华 摄］

观 看 了 警 示 教 育 专 题 片
《围猎：行贿者说》后，笔者切实
体会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
须要自觉学法懂法守法，依法
行使公权，坚守好底线、净化好
圈 子 、纯 洁 好 爱 好 、培 育 好 家
风，从细枝末节中约束好自己
的言行，坚守好“三条底线”，不
断增强个人拒腐防变能力。

坚守好思想底线，自觉补
足精神之钙。理想信念是共产
党人精神上的“钙”，党员领导
干部如果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
信 念 不 坚 定 ，精 神 上 就 会 缺

“钙”，就会得“软骨病”，就会被
行贿者的“花式围猎”所腐蚀。
因此，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
自觉加强理论武装、强化党性
修养，自觉练就理想信念的“金
刚不坏之身”。

坚守好社交底线，时刻加
强 自 我 约 束 。 在“ 围 猎 ”者 眼
中，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圈圈
可设套；领导干部个人朋友家
人 ，人 人 可 设 套 ，可 谓 防 不 胜

防。古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广大党员
干 部 必 须 自 觉 净 化 个 人 社 交
圈、生活圈、朋友圈，纯洁交往
动机，不交无德之人，不交无义
之人，不交无耻之人，做到交往
有原则、有底线。

坚守好兴趣底线，增强拒
腐防变能力。兴趣爱好是一柄
双刃剑，可以陶冶性情，但律己
不严时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警示片中不法分子千方
百 计 了 解 领 导 干 部 的 兴 趣 爱
好 、成 长 经 历 ，从 中 寻 找 突 破
口，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法以
一顿饭、一瓶酒、一包烟、一个
红 包 逐 步 让 领 导 干 部 放 松 警
惕 ，成 为 他 们 拉 拢 腐 蚀 的“ 猎
物”。所以，广大党员干部要培
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讲党
性 、讲 原 则 、守 纪 律 ，多 些“ 防
备”、少些“放开”，保持清醒头
脑，真正做到心中有纪、心中有
戒，守好个人党性、人格阵地，
让不法分子无从下手。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
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广大党
员干部要自觉坚守好“三条底
线”，常除思想之毒、常照反省
之镜、常思贪欲之害，自觉筑牢
拒腐防变能力，始终保持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

党员干部要守好“三条底线”
□ 徐丽娜 余佳桂

本报讯（通讯员 张义红）“感谢
党委、政府对我们农户的关心，节
柴 灶 领 回 去 以 后 ，我 会 好 好 的 利
用，把节柴灶的功能发挥好，同时
保护好我们的生态。”宾川县鸡足
山镇关李村委会村民张应雄领到
节柴灶后高兴地说。

近 年 来 ，宾 川 县 加 大 投 资 力
度，抓实农村能源建设扶贫工程，
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群众能源基础
设施，改善贫困户生活条件，既满
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又保护了绿
水青山。

宾川县把农村能源建设与脱贫
攻坚相结合，坚持项目向贫困山区

倾斜、资金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倾斜，
采取县统筹监管、乡镇自主实施建
设模式，投入项目资金 505.1 万元，
完成太阳能热水器 2760 套、节柴灶
7670 口，按照每套太阳能补助 1000
元、每口节柴灶补助 300元的生态惠
民政策标准，惠及贫困群众 10420户
30000余人。自筹资金 18.9万元，购
置 700口节柴灶，优先安排到鸡足山
镇关李村、大营镇宝丰寺和钟英乡
唐古地、赵卡拉、芝麻登等贫特困村
组和扶贫搬迁点，实现贫困群众户
均一个节柴灶、一套太阳能热水器，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
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本报讯（通讯员 李少军）近年
来，云龙县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以“两减四增”持续改善澜沧
江、怒江、沘江峡谷生态环境。目
前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恢 复 到
67.52%，拥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减商品木材。云龙县是全省
的林业大县之一，贫困时期为弥补
财政困难，县上曾经开发了数十
年商品木材，使生态环境遭到了
破坏。脱贫攻坚以来，广大干部
群众认识到，再穷也不能在树木
上打主意，该县取消了商品木材
采伐，积极鼓励群众植树护林。

减林区人口。脱贫攻坚以来，
云龙县累计争取各级易地扶贫搬
迁 资 金 8.9 亿 元 ，累 计 搬 迁 安 置
1614 户 6032 人，并通过采取集镇
安置、小区安置、套房安置方式实
现“三个清零”，即木材“清零”，全
县建设 1000 套搬迁安置住房，均
选择钢混结构，不消耗一棵树木；
木柴“清零”，搬迁户入住新居后，
全部推广使用电器化灶具，打造无
烟村庄；砍伐“清零”，对搬迁户迁
出地的耕地、宅基地等进行复垦复
绿，不再乱砍滥伐林木。

增护林意识。精准扶贫前，
云龙山区群众的意识就是靠山吃
林。脱贫攻坚以来，国家投入 3.77
亿元帮助云龙县 3 万农户实施危
房改造，无论是拆除重建还是修缮
提升房屋，都推广使用现代建材，
群众不再砍伐树木；精准扶贫使山
区群众都用上了电，农户开始使用
电器灶具，卫生、清洁、方便，农户

木柴使用量下降了一半以上。
增绿色产业。绿色产业既能

脱贫致富，也能发挥防沙固土、保
持水土流失等生态效益，云龙县绿
色产业持续发展壮大，核桃、茶叶、
中药材、麦地湾梨等种植面积达
153 万亩，总产值超过 11 亿元。精
准扶贫期间，云龙县投入生态保护
资金 8893 万元，完成新一轮退耕
还林 10 万亩、坡地生态治理 8000
亩，群众获得天然林保护、公益林
保护、草原生态保护等项目补助资
金达 7047万元。

增管护人员。云龙县强化国
有林场、天然林保护，充分发挥森
林公安的管护功能，稳定机构，配
齐人员。云龙天池省级自然保护
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云
龙县迅速组建起县处级架构的管
理局，设置下属机构和人员，保障
了管护职能的正常运行。精准扶
贫期间，全县累计聘任建档立卡
贫困户生态护林员 1700 人，在宣
传生态保护政策、管控森林火灾、
防止偷砍盗伐、消除毁林开荒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增野生动物。脱贫攻坚以来，
云龙县投入 1.06亿元，新建和巩固
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821 件，解
决 了 12 万 农 村 人 口 的 饮 水 。 同
时，随着对森林进行保护，珍稀植
物种类增多，野生动物不断发现，
拥有了滇金丝猴、白尾海雕、金雕、
黑熊、棕熊、香獐等国家珍稀野生
保护动物，山区各族群众自觉保护
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发起脱贫攻坚总攻战

云龙以“两减四增”
固绿色生态“根基”

宾川抓实农村能源建设
保生态促脱贫

□ 通讯员 杨丽芳 李鸿媛

在 祥 云 县 ，一 提 到 中 药 材 产
业，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以药治贫”
的米甸镇黄草哨村。

黄草哨村距离米甸镇政府所在
地 15公里，是祥云县 64个贫困村之
一，属于典型的背靠高山、脚踩陡
坡、无集体经济收入的少数民族山
区“空壳村”。脱贫攻坚以来，黄草
哨村“两委”积极创新产业扶贫模
式，不断凝聚致富带头人力量，以祥
云县秋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结对帮扶
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走出了
一条“党支部+合作社+集体经济+
农户”的“以药治贫”新路子。

“发展重楼产业投入比较大，
一般老百姓都难以承受。”黄草哨
村党总支书记罗碧书介绍，为了让
更多的老百姓从中药材产业发展
中得到收益，村党总支牵头流转土

地 200 亩，以每年每亩 1000 元租金
承包给合作社，帮助群众每年增收
20万元。2016 年，为破解“空壳村”
难 题 ，黄 草 哨 村“ 两 委 ”以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资 金 15 万 元 加 入 合 作
社，每年年底合作社分配收益 2 万
元 作 为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合 同 期
10 年，期满后返还全部本金。

合作社积极吸纳该村劳动力，尤
其是没有条件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
力到重楼基地务工，长期务工的有 4
人，季节性务工的有 60余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16 人，实现了土地
节约利用和农村劳动力有效分流，达
到了企业与农户“双赢”的目的。

合作社还鼓励群众发展投入
少、见效快的中药材种植，通过“技
术指导+保底收购”的方式，带动黄
草哨村周边 512户农户种植滇黄精、
续断等中药材，户均增收 6000元。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昔日的贫困
村，如今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王谷”。

祥云黄草哨村：
贫困村变成“药王谷”

洱源：
贫困群众住新居走富路

世界濒危物种中贼鸥
现身剑湖湿地


